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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一）农机装备不足且结构不够科学
甘肃省目前的农业机械装备保有量与农业经济作物快速发展

之间的矛盾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四少四多：种植机械设备多、
粮食生产工程机械多、传统装备工程机械多、河西灌区工程机械
多；但与之对应的是收获工程机械设备少、经济作物类的机械设
备少、高端智能机械设备少及旱作农业区域设备少。可以看出，
目前甘肃省的农机装备结构不合理和数量不足与生产之间的需求
量较高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农业集约化水平不足，限制机械设备
甘肃省土地的 70%都是山坡地和旱地，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十分落后，同时由于历史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度的地块划分，使得耕地十分的细碎，为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带
来了不良的制约，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农业工程机械的市场空间。

（三）农作物生产的多样性与农机供给之间的矛盾
甘肃省的农作物种类十分庞杂，并且涉及的栽培技术也各

不相同，目前省内的各种药材和玉米蔬菜等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但与之相应的制度和配套政策及推广示范工作仍然落后，难
以满足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整个配套链条要求。

（四）农机操作者业务能力较差
一些农用机械设备的操作人员有能力和综合素质较差，同时

尽管一些地区的培训机构对操作人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训，但
仍然由于作业过程中对设备的熟悉程度不足而造成的作业质量不
佳。

二、全程机械化推进工作采取的措施
（一）政府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
政府部门为推广农作物的生产全程机械化，这些年来陆续举

办了相关的现场推进会，重点部署和安排了一系列的农作物生产
机械化的操作规程和操作规范，甘肃省的农政厅也及时出台了相
关的农业机械化推动实施意见，并成立了领导小组，针对牧草生
产和主要农作物的机械化生产进行重点指导、重点部署。省农机
局多次举办相应的培训会，一些地区也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并展开现场演示会，严格落实省内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近些
年来的政府部门大力支持是省内农作物生产机械化不断向前发展
的基础和前提。

（二）加强典型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
纵观近些年来甘肃省的农作物生产机械化工作开展，加强典

型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是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尤其是这些年来，示范区域根据本省不同的作物和区域特点划
分，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覆盖中南部山区、河西黄灌区、陇东旱区
等几大区域的示范作业区域，具体作业的品种主要包括马铃薯和
玉米，同时还涵盖棉花，果树及中药材等具备当地特色的优势农
作物。上述几大示范区已经成为农业人才的摇篮和试验工作的重
点基地，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民就业及当地的GDP。

（三）发展和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是推进全程机械化的重要
支撑

近些年来，省政府大力支持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使得全
省各地将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和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建
设相结合，坚持服务和发展两条路并行，以培育新型农机经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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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主体，充分发挥出合作社的生力军作用，在当前人口老龄化
不断严峻的时代背景下，探索新时期的土地耕种问题，推动了全
省工业机械化水平的显著提高。

（四）加大技术创新研究力度是推进全程机械化的重要抓手
在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的推动过程中，必须以实验探索为主

体，以创新为动力，全省上下可以加强综合技术模式的合理配套
运用，带动各部门完善农业生产中的不同环节工艺，开展宣传培
训和选型试验工作，重点扶持一批经营农机的主体机构。在上述
工作方面，甘肃省政府初步在全省筛选出了四种马铃薯主推模式
和三种玉米主推模式。

（五）健全落实工作责任是推进全程机械化各项任务的保证
在推进农作物生产机械化过程中必须明确方向和重点，同

时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落实目标责任制。在农业项目的前期启
动、中期评估及后期绩效考核等制度的带动下，可以对推广机械
化生产提供坚实的保证。

三、推进甘肃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的建议
（一）强化组织领导的作用
在推进甘肃省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过程中，要强化组织的

领导力度，省农机主管部门可以将农机相关的工作列入下属市级
单位的工作考核指标中，并在省级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帮助农作
物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改进，制定出全程的发展规划，在政府的议
事日程中加入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工作，并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
机制，健全工作责任制度。

（二）大力争取财政厅专项农业资金支持
当地政府可以积极地争取省财政厅为农业生产机械化推进所

提供的专项资金，在一些山区和罐区加强农业试点补贴，发挥出
现有的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的推动作用，使得更多的资金和政
策向农业机械化产业中倾斜。

（三）建立农机农艺融合，协同工作机制
农业管理部门和各级的农用机械主管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

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来相互适应机械化的农业体系，培育适合于
当地机械化作业的农作物种类，引导当地的农业工作者标准化种
植，统一行距、播种日期和行向等相关指标。

四、结束语
作为全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区，甘肃省近些年来全省以突破

农作物生产机械化的薄弱环节为切入口，大力发展工程机械装
备，不断地服务社会农业生产，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探索工
作，不断推进全省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有效地提高了农业
综合生产效率和农机装备指导水平。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新
时代的农业生产机械化过程所提出的全新要求，以及面临的全新
形式，甘肃省在促进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
远，需要不断努力，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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